
这树栽得让人看不懂
晚报昨天 A11 版《行道树

“病”得不轻 市民心“伤”得挺
重》一文报道的事情，笔者想了
半天也没想通。

嵩山路旁原来的行道树，
今年3月道路改造后被换成了
如今的重阳木。数月过后，人
们看到的不是一片苍翠，而是
树木死亡大半，更令人担忧的
是，这种情况在新区的长兴街、
永泰街也有出现，而且苗木品
种、施工单位、苗源相同。

市民不是绿化专家，对于
换什么树种、怎么换、谁来换这
些问题，不在行。但，凡事逃不
出个常理，依据常识看不明白
的事情，难免让人疑惑。

嵩山路原来种的合欢树每年
总要死亡数十棵，进行绿化改造，
换一换行道树，当然有道理：如果
新换的树成活率更高、对城市环
境的适应性更强、种植养护的成
本更低、形态更优美，当然好。

问题是，新栽的树成活率
更低，离验收期还远着呢，就大
半呜呼哀哉了，这是咋回事？

相关部门称，他们已同中标
公司负责人前往了解情况，并责成

其写出保证书，今冬前将全部死亡
苗木补植完毕，待两年养护期验收
后据实结算。但这样的回复，恐怕
不能完全打消市民的疑虑。

不妨先来了解一下重阳
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
著《中国植物志》介绍，这是一
种落叶乔木，产于秦岭、淮河流
域以南至福建、广东的北部，在
长江中下游平原习见，常栽培
为行道树。也就是说，重阳木
应当算南方的树种。

当然了，不敢说这种树肯
定不适合北方，但就报道的情
况看，这种树在洛阳似乎确实

“水土不服”。那么，如果补植
的还是重阳木，能确保成活率
吗？如果补植其他树种，又当
如何保证成活率？

面向社会招标进行绿化
改造没问题，但谁来把关、谁
来监督、如何追责，不能稀里
糊涂，更不能缺失。就像这死
亡大半的重阳木，且不论购自
上海的成本如何，就算补植后
据实结算没白花公款，但在这
栽植、死亡、再补植上花费的
时间成本，又该由谁埋单？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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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60岁
老年人或其所在家庭拥有财

富达到一定程度，政府不提
供养老金，或者减半养老
金。政府如果给一个亿万富

翁提供养老金，就是笑话了。
——辽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严伟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不论成绩如何，重要的是“向前进”
在无数考生和家长的

期盼与焦虑中，高考成绩
终于出来了。然而，不少家
庭又将开始争论另一个话
题：考得不好，复读吗？要
填报志愿了，这一问题越
发显得尖锐。网友说：这真
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出成绩那几天，考生家
庭的日子不好过。@猫的嫁
衣回忆道：快出成绩的时候，
全家都焦躁；出了成绩之后，
全家变得暴躁。@lvming36
也说“往事不堪回首”：感觉
一家子都疯了，有人骂我“还
是赶紧复读吧”。现在想想，
这样的争执，严重影响了我
们做出理智的判断。

怎么来定义“考得好”？
@一页西国提醒：有些家长

只看过线没过线，甚至“参
考”别的考生成绩来判断，这
是不对的，应当考虑孩子的
具体情况和其他综合因素。
关键是，就算考得“不好”，也
可以“报得好”。@L-立方感
慨道：报志愿比高考还难，切
莫在成绩这个问题上一直
纠缠不清。@不会玩圣骑士
提倡“曲线救国”，建议应当
先选择好学校，之后可以考
虑换专业。@大山等日出表
示赞同，认为学校、专业、城
市等因素要综合考虑，不必
要求条条都满意。

复读，说着容易，做起
来没那么简单。@白小宁你
好可爱说：复读不是单纯地
再读一年，其中不确定因素
太多。@UCA394245 认为，

假如没有把握能把自己的
心态调整好，最好还是别复
读，免得压力过大，来年发挥
更不好。@河洛王鹏提醒道：
不要忘记还有考生诚信档
案，如果被录取了不报到，可
能比较麻烦。

需要谨记的是，即使成
绩不如意，也要理性对待。
对一生来说，高考只是要翻
过的重重山峦中的一座。@
叶叶叶玲利：高考是一个新
的开始，或许最美的故事不
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
错。@洛阳好备 T 提醒：不
要忘记还有考研这条路！@
陕西冯燮：不要被“一考定
终身”的复读心理误导了，
条条大道通罗马，最重要的
是向前进。（邓京跃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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